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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荷兰国王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7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7 日分别向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开幕式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中俄两国是山水
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世代毗邻而居，
友谊源远流长。地方是中俄开展全方位互利
合作的重要力量。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决定
2018 年至 2019 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年，相信这项重大活动将激发两国地方合作
热情，挖掘双方合作潜力，带动更多地方、企
业、民众加入中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事

业，为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
加强劲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
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发展蓝图高度契
合，地方合作大有可为。相信两国政府和各
地方将密切合作、精心组织，将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打造成中俄关系的新亮点，共同开
创中俄关系美好未来。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快速向前发展，双方合作范围持续
拓展，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地方合作是俄中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中地方合作交流年
这项规模宏大的活动是对双方互办国家主题
年传统的延续，旨在加强俄各联邦主体和中
国各地方的联系和互利合作。双方将在地方
合作交流年框架内举办上百项活动，包括投
资推介会，贸易、工业和农业展览会，研讨会，
艺术节，团组互访等。两国地方代表还将在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东方经济论坛、俄中博
览会框架内积极交流接触。相信俄中地方合
作交流年有助于双方落实各领域富有前景的
倡议，充分开发地方合作的巨大潜能。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中俄地方

合 作 交 流 年 开 幕 式 致 贺 辞

2 月 7 日，直径 8 . 8 米的盾构“筑梦号”在北京
轨道交通新机场线磁各庄站正式始发。至此，北京轨
道交通新机场线所有大型盾构机全部实现进场。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2 月 7 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的汉十高
铁浪河特大桥“一联四跨”连续梁顺利合龙。汉十
高铁正线全长 399 公里，于 2015 年底开工。

新华社发（刘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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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记者侯丽军)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7 日在中南海会
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

习近平说，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王后在
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访华，我们感到
格外高兴。2014 年我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
同你共同确定了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合作制定了发展目标
和规划。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达成的共识

和互访成果得到落实，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
最好时期，双方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贸易、投资、创
新、人文等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中荷关
系正站在新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相信
在新的一年里，两国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开展更多的互利合作。

威廉-亚历山大国王首先向习近平主席
和中国人民拜年，祝愿新的一年里中国取得

新成就，荷中关系取得新发展。威廉-亚历
山大表示，我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中
国发展有着光明的未来。荷兰始终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给
荷兰带来更多机遇，荷方愿积极参与共建
进程。荷兰愿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荷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合作。

丁薛祥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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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7 日
电(记者郝玉、潘莹)“还好发现
得早，不然小病就拖成大病了。”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
乡叶赛尼·巴哈斯老人，在全民
免费健康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肾
病，他的家庭医生过几天还会接
他去乡镇卫生院接受进一步检
查和治疗。

自 2016 年新疆启动首轮全
民健康体检工程以来，新疆籍城
乡居民每年可享受免费体检一
次。截至目前，新疆投入体检资
金约 30 亿元，为 3634 万群众送
去了健康和实惠。

注重基层

覆盖最后一公里

立春至，午后阳光透过纱窗
照进喀什市伯什克热木乡镇卫
生院体检中心 B 超室。屋里不
算大，窗台摆放着绿油油的兰
花，柔软的沙发上铺着素雅的格
纹垫。如果不是 B 超机，很难将
这里温馨的场景与体检中心联
系在一起。

去年 8 月，为更好地开展全
民健康体检工作，伯什克热木乡
镇卫生院建成全民健康体检中
心，不仅采购半自动生化仪、B
超机、X 光机等一批体检设备，
还在体检环境上下功夫，村民称
赞这里“比家还舒适”。

位于祖国西陲的伯什克热木乡基础设施条件薄
弱，用门诊部主任买买提艾力·阿不力孜的话说：“没
有设备，体检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只能凭经验。”

去年，体检中心采购了一批大型体检设备，检查
项目达 120 多种，体检效率随之提速，从过去每天五
六人提高到近 200 人。

买买提艾力·阿不力孜说，当地患结核病的人不
在少数，有了这些设备，仅去年就有 100 多人因为提
前发现，控制住了病情。

为了确保全民健康体检覆盖最后一公里，2016
年起，新疆累计设立全民健康体检点 1100 多个，
3 . 64 万名医技人员参与了服务。各地还自筹资金采
购彩超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 机等体检设备
1220 台，重点配备南疆四地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保证各体检点必备体检设备基本配全。

上门服务 惠及最远一家人

对于昌吉市阿什里乡二道水村的多尔旦来说，“家
庭医生”是个网络新词。没想到的是，去年这个新鲜词
走进他的生活，并跟自己的健康紧紧联系在一起。

几天前，多尔旦早晨突然感到头晕胸闷，便立刻
给他的家庭医生马生俊打电话。在多尔旦家中，马生
俊为他测量了血压，发现血压偏高，建议他到乡卫生

院进一步检查。经检查，多尔
旦因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导
致血压升高引发头晕。

“多亏了家庭医生，有个
突发情况，不用出门就能及时
得到帮助。”多尔旦说。

家中有老人因病痛无法
下床，有医生上门体检问诊；
患者要送大医院抢救，有医生
通过“绿色通道”帮助其迅速
转诊……无论在乡村还是城
镇社区，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
到家庭医生贴心的健康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彭永说，2017
年起，新疆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与基本医疗服务相衔接，使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
老年人、孕产妇等人群，对行
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家庭医生采取上门
服务的方式开展体检。

过去一年，新疆 14 个地
州市全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7037 个，老年人、孕产妇等重
点人群签约率 49 . 75%，贫困
人口签约服务率 35 . 4%。

智慧医疗

利民便民少排队

75 岁老人张玉安过去最
怕体检———“排队人多、时间长，老年人吃不消”。
前不久，在喀什市第一体检中心，张玉安提交身份
证后，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录入信息，拿到体检指引
单后，老人便可开始体检。仅用 40 多分钟，张玉安
就完成了 13 类全民健康体检项目，体检的“提速”
让他感到惊喜。

深圳市援疆干部、喀什市卫计委副主任李宏
涛说，指引单上有体检编号条形码，每一项体检结
果通过条形码扫描上传至信息平台，对应入档，实
现了“边检边录”。

为了让免费体检既利民又便民，去年 3 月，喀
什市研发了健康体检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搭建信
息化平台，率先在南疆四地州实现检录同步。居民
体检信息可实时自动传送到电子健康档案平台，不
需人工二次录入。同时，当地还设立 15 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 2 家体检中心，合理分流体检群众。

喀什市第一体检中心主任邵容说：“过去的
12 张体检单浓缩成一张指引单，一天最多可体检
600 人，效率比去年提高近一倍。”

自 2017 年 6 月起，新疆第二轮全民健康体检
工作开始，新投入的信息化平台使患者体检起来
更方便快捷。此外，新疆还启用“智慧医疗”便民服
务平台，现已覆盖全区 10 个地州市。各族群众完
成体检后，不必再等待所有体检结果，通过这一平
台即可随时查看个人和家人各项体检数据。

新华社深圳 2 月 7 日电(记者赵东辉、王晓
丹)冬日的深圳湾畔仍然生机勃勃，黑脸琵鹭结
伴涉水觅食，红嘴鸥在低空划出优美弧线。“鸟
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这世外桃源般的美景，
正在深圳中心城区成为现实。

美好环境得益于产业创新、制度创新。高
标准的绿色经济体系、闭环推进的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使深圳“生态红利”释放，生态文明之花
绽放。

资源“硬约束”：

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体系

作为全国一线超大城市，深圳却是空间、
资源、环境容量小市，在北上广深中土地面积
是最小的。“人多地少、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一
直是深圳发展的主要矛盾。”深圳市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面对诸多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深圳反弹琵
琶、独辟蹊径，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创新发展
之路。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深圳提出发展高科技
产业，出台奖励技术开发人员办法等 5 个文件，

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自 2009 年起，深圳前瞻性布局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抢占新的经济制
高点。

高附加值、绿色、低能耗，已然是产业筛选
和行业拓展的关键词。生命健康、机器人、新一
代移动通信等产业蓬勃成长，新兴产业对深圳
GDP 增长贡献率已超过一半。

乘势而上，引领式创新产生扎堆效应，在一
系列产业探索和政策导向下深圳正蜕变为活力
四射的“中国硅谷”。2017 年深圳 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占全国的 43 . 1%，有效发明专利维持
5 年以上的比例达 86 . 3%，均居全国大中城市
首位。

低碳交通成为人们的出行共识。目前全市
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 2 万辆，实现专营公交车
100% 纯电动化，预计 2020 年将实现出租车纯
电动化。

绿色经济体系的大树已结出果实。2017 年
深圳预计万元 GDP 能耗、水耗分别下降 4 . 2%
和 9%，PM2 . 5 年均浓度 28 微克/立方米，是
全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深圳蓝”“深圳
绿”已成为特区的亮丽品牌。

制度创新：

建立生态改革闭环体系

从一张卫星地图上，记者看到一片区域
被一条“线”圈起来，这条“线”就是生态控制
“红线”。从天空到地面，生态源头治理被落实
落细：龙岗区布吉街道一块面积达 19 公顷的
采矿用地，两年前列入清退复绿计划，如今黄
泥变绿林。

自 2005 年实施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制
度，把全市接近一半的陆域面积列入生态空
间加以保护。除重大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
施、旅游设施和公园以外，严禁在“红线”内
进行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成为干部任免奖惩的
“绿色指挥棒”。深圳 2009 年对各考核部门和
单位实行分类排名，有 3 家单位分别排名靠
后，这些单位负责人被集体诫勉谈话。这次谈
话效果立竿见影，在次年考核中，这些单位均
取得较大进步。

除了在任期内要进行考核，领导干部离
任还要接受“生态审计”。“损害生态环境将终
身追责，即使调离了也能找到明确的责任
人。”深圳市人居环境委生态处副处长张志宇
说，生态审计制度起到主动保护环境的作用，
促使各区淘汰和拒绝了一大批高消耗、重污
染的项目。

而在重点保护区域，深圳以生态补偿弥
补发展的不平衡。自 2007 年 3 月开始，位于
东南部海岸的大鹏半岛获得了用于生态补偿
的转移支付，并列出受补助人员责任义务的
明细。大鹏新区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7 亿
元，直接受惠村民 1 . 6 万人，当地群众看到了
政府生态保护“久久为功”的决心。(下转 6 版)

李改红告别“驴得水”

腊月里，李改红再不用赶着驴一趟一趟驮水
了，从东沟搬到宋家沟后，家里有了自来水，“吃水
用毛驴驴驮”的日子结束了。

一同结束的还有东沟村的历史，这个吕梁山
中的小山村整体搬迁后，村庄原址复垦，村名在民
政部门销了号。

65 岁的李改红嫁到东沟村 40 多年，村里坡地
不少，就是水源远，要过 3 个村才能到沟底的河边。

去时下坡，回来上坡，一趟要花两三个小时。2012
年，政府将水引得近了些，但走一趟也要花 1 个多
小时，而且冬天水流不上来，还要到更远处取水。

早些年全靠用扁担挑水，10 多年前村里开始
有人养驴驮水。李改红家孩子多，负担重，直到 5
年前才买驴，花了 3000 元。有驴驮水省了不少劲，
可养驴也要花不少功夫。切草、喂食、饮水，一天要
喂两次，每次要拌一瓢玉米粒。为了养驴，她和丈
夫王成仁还专门种了 3 亩玉米地。“家里平时吃莜
面窝窝、山药蛋，玉茭子就是给驴种的。光吃草，驴
驮水时，腿肚子会打战颤。”驮水不易，驮回的水，
人要吃，驴要饮，洗澡、洗衣服都舍不得多用水。李
改红说：“吃水不用毛驴驴驮的日子，一辈子也没
梦见过。”

王成仁说，由于缺水，东沟村最好的耕地，除
去种子、化肥、地膜的投入，不算人工，好年景 1 亩
地的纯收入也只有 200 元左右。遇上差年景，连种
子钱也得贴进地里。“毛驴的力气驮水行，种地得
用两头。可养驴花费大，饮驴也要用不少水，多数
人家只养 1 头驴。”

东沟村属山西省岢岚县，原村干部兰银堂说，
村子有上百年历史，吃水一直靠人担驴驮，最多时
村里养了 20 多头驴，主要就是驮水。全村原有 33

户、73 人，但生产生活条件差，多数都到外地谋
生。到 2017 年初，村里常住的只有 6 户、14 个
人。这一年，东沟村作为岢岚县实施整村搬迁脱
贫的自然村之一，整体搬进了 3 . 5 公里外的宋
家沟村。

宋家沟乡乡长张国莲说：“像东沟村一样要
靠驴驮水的村子，全乡共有 9 个，已全部搬迁。”

据岢岚县委书记王志东介绍，全县 115 个整村
搬迁脱贫的村子，现完成搬迁 98 个村，其中不
少是像东沟村一样的缺水村。

记者来到东沟村原址，洁白的积雪覆盖整
个山坡，昔日的房屋已变成油松树苗。当地人介
绍说，村民搬走、退耕还林以后，沟底小河的水
量也逐渐大了起来。依托当地资源，政府正帮助
村民筹划着发展特色马铃薯、养羊、开民俗客栈
等项目。

李改红家旧房拆迁政府给了 5 万元补助，
住进新房花了 1 万多元，原来的 30 多亩坡地都
退耕还林了，剩下 2 亩平地打算年后种土豆。搬
进新家后，厨房有水龙头，卫生间也是抽水马
桶。崭新的院落里，驴没有了用武之地。李改红
以 1 万元的价钱把驴卖了，“真是舍不得”。

像李改红一样，搬出来的东沟人大都把驴
卖了，做起了新的营生。邻居李堂小家的驴从 4
岁养到了 20 来岁，每年专门买 300 多斤玉米来
喂，虽也舍不得，但也还是卖了。李堂小成了村
里 1 名保洁员，每月有 800 元收入。

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春节就快到了，李改红没
有像往年一样先压粉条、炸油糕，新家距县城较
近，住在县城里的子女时常回来，年货他们帮着
准备。这两天，李改红忙着洗衣服、打扫房间。她
说：“不用毛驴驴驮水了，需要洗的都要洗干净。”

62 岁的邻居沈姚付在新村办起了农家乐，
卖自己做的凉粉。完小毕业的沈姚付拟了一副
新春联，已请人写好：“脱贫致富奔小康，汗水换
来幸福田”，横批“走出贫困”。
(记者王文化、梁晓飞)新华社太原 2 月 7 日电

▲游人在深圳湾公园观鸟赏景（1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晓丹摄

创创新新催催开开文文明明花花
深深圳圳生生态态文文明明建建设设走走笔笔


	01-PDF 版面

